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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千世界，奥秘无穷：烂漫的春花，诱人的秋果；神秘的河图洛书，美妙的黄金数字；宏大的宇宙星
空，微观的原子世界⋯⋯凡此种种，无不引人遐思。
“书到用时方恨少”，当你欲破解种种谜团时，却发现小小的课本已不能满足你对科学的渴求，越来
越多的新知识、新科技更是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本文质兼美、深入浅出的科普图书，将成为
你由衷的期待。
为此我们倾力打造了这套科普丛书——《走进理科王国》。
    本书以拓展学生科学视野、提高科学素质为宗旨，从新课标规定的知识体系着手，紧密结合新课改
，集中介绍了数、理、化、生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本书把深奥的知识浅显化，把枯燥的知识趣味化。
在这里，自然的奥秘不再神秘，科学已成为打开理科王国大门的金钥匙。
它会引导你沉醉于神奇瑰丽的大千世界之中，切实感受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从而启迪智慧、丰富想
象、激发创造，培养青少年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决心。
    浏览此书，你会发现科学原来如此淋漓尽致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自然奥秘给了人类无穷的梦想，
也给了人类艰苦创业的平台，如果你拥有了探索的明眸，充满了求知的渴念，那么本书就是你步入科
学宫殿的引路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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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理科王国:生物王国探秘》中把深奥的知识浅显化，把枯燥的知识趣味化。
浏览《走进理科王国:生物王国探秘》，你会发现科学原来如此淋漓尽致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自然奥
秘给了人类无穷的梦想，也给了人类艰苦创业的平台，如果你拥有了探索的明眸，充满了求知的渴念
，那么《走进理科王国:生物王国探秘》就是你步入科学宫殿的引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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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地球上的生命来自何方 宇宙中到处都存在着生命种子的说法，是希腊哲学家阿那萨格
拉斯最早提出来的。
19世纪初，法国的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也认为，地球上根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生命，生命有可能来
自于宇宙空间。
 但是在现代科学界，胚种论却举步维艰。
实际上，只有两位研究者一直奋力高举着胚种论的大旗。
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弗雷德·霍伊尔爵士，曾经以其对恒星结构和恒星中化学元素来源的研究而闻名于
世。
过去几十年来，他一直与钱德拉·维克拉玛辛格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他们两人成了现代胚种起源论的先驱。
 20世纪70年代，维克拉玛辛格和霍伊尔在遥远的恒星周围的尘粒中发现了据他们认为是生命痕迹的东
西。
这两人随之将胚种论扩展开来，并提出：“正是从宇宙空间不断落下的改变生命的物质（其中包括随
着太阳活动而周期性到来的微生物）影响了生命进化的过程。
这些生命活动的种子仍然不断降临在人间。
” 这就是被称作胚种论的关于生命起源理论的一段叙述。
胚种论一直在非常费力地争取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直到两项发现的出现，才给这种理论注入了新的
活力。
 发现之一，在2000年10月27日的《科学》杂志上所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宇宙中的飞石可能具有在行
星之间成功地运送生命的可能性。
发现之二，2000年10月19日的《自然》杂志上报道，～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已经找到地球上休眠的细
菌并且使其复活。
这些细菌以孢子的形式，在新墨西哥州的盐结晶中已经藏身了2亿5千万年。
科学家们认为，这第二项发现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些发现的话，
那么就说明细菌孢子是近乎不死的。
如果你能够不死的话，几十亿年的恒星际旅行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各个研究领域的十几位科学家的采访，已经清楚地表明：胚种论，或者至少是这个理论的一些方面
，即将被那些研究生命起源的地点和方式的科学家们作为首要的课题来对待。
目前占主要地位的观点仍然认为，生命是在陆地的环境中，在化学反应后白发产生的，但是胚种论的
拥护者们则力图表明，这样的奇迹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生。
 不管怎样，早期的研究者们已经在三千万年前的琥珀里发现了能够繁殖的细菌孢子。
而2000年在南极深处发现的活着的微生物使人们对于生命能够生存的极端条件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学术界，几乎无人怀疑生命是极其顽强的，而且能够存活非常漫长的时间。
 维克拉玛辛格，那位胚种理论的主要捍卫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
能够在星际空间中存活下来，但是离开一个太阳系的微生物到达另外一个行星形成的地点，哪怕只要
有很小的一块存活下来，也会使胚种论比起生命从一个新的地点完全从无到有的理论更加站得住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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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理科王国:生物王国探秘》讲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当你欲破解种种谜团时，却发现小小的
课本已不能满足你对科学的渴求，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新科技更是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本文
质兼美、深入浅出的科普图书，将成为你由衷的期待。
为此编者姜运仓倾力打造了《走进理科王国:生物王国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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